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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本报记者 王伟

SAP用商业AI为中国企业注入增长新动能

AI是人形机器人发展最大变量
——访宇树科技创始人兼CEO王兴兴

人形机器人十大趋势展望发布
本报讯 记者王伟报道：在8月21日

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世界机
器人合作组织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乔
红代表主办方发布了《人形机器人十大趋
势展望》，对人形机器人未来发展进行了
前瞻预测。

一是人形机器人专属部组件与材料。
高爆发电机、高算力芯片、精密减速器、高
精度传感器、长续航电池等核心零部件，将
构筑起更加稳定、高性能的人形机器人硬
件系统。

二是人工智能赋能人形机器人设
计。基于神经网络、图语法、进化算法等
人工智能技术，人形机器人将能够根据场
景和任务需求，自动构建腿足、手臂、躯干
等模块，实现形态和控制的协同优化。

三是人形机器人运动智能。人形机器
人运动智能将实现三类能力，首先是复杂
地形行走，有望适应为人类搭建的斜坡、
阶梯、门槛等复杂地形和狭窄环境，实现
稳定、自适应、抗干扰的行走。其次是双
臂协同操作，在下半身抖动的情况下，将
通过双臂协作，使用人类的工具和装备，
完成高性能操作任务。最后是“软补硬”
技术，在硬件性能欠佳和传感信息匮乏
时，将通过“软补硬”技术系统寻找和充分
利用环境与信息，弥补硬件的不足，实现
高水准的任务执行。

四是人形机器人多模态大模型。人形
机器人多模态大模型将能够通过融合语
音、图像文本、传感信号、3D点云等多模态
信息，为人形机器人的感知认知和决策规
划提供更强的多模态理解、生成和关联能
力，提升在复杂场景任务中的泛化能力。

五是人形机器人大规模数据集。基于
仿真合成或实体机器人采集，构建大规模、
标准化的人形机器人数据集，有利于提高

人形机器人本体设计、仿真训练和算法迁移
的能力。

六是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具身智能
是可以在高变化下做出迅猛、精准反应的
高质量、高性能智能系统。它既不是单纯
的虚拟环境下的计算机仿真，也不是完全
偏于物理空间的机电系统，与人形机器人
系统紧密相关。

七是受人体结构和神经机制启发的人
形机器人。不同于现有人形机器人从外向
内地模拟人的功能，该类人形机器人能够从
内向外地模拟人的肌肉骨骼系统和神经机
理，探索人类实现高灵巧、高柔顺、高智能行
为的本质机理。作为人形机器人研究的新
途径，该类机器人有望搭建更接近人的高效
稳定系统。

八是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人形机器

人开源社区将在全球范围内聚集人形机器
人领域专家学者，促进技术研讨、信息交流
和多方合作，助力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融
合与协同发展。

九是人形机器人大工厂。人形机器人
大工厂将在软件环境打通基于分析技术和
大模型的本体设计—控制—智能算法研
发，根据性能需求快速、定制化地设计和
加工高质量、智能人形机器人系统，通过
软硬一致性和新型零部件研发，实现硬件
系统及其验证。

十是人形机器人的道德伦理与安全
性。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确保人形机
器人的设计、开发和应用合乎人类道德和
伦理价值，持久保障人类使用人形机器人
的权益和安全，将为全人类带来更多福祉
和便利。

2月，宇树科技宣布完成近10亿元B2轮
融资，成为2024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最大的融
资事件；3 月，宇树科技通用人形机器人 H1
与英伟达CEO黄仁勋共同出现在2024年英
伟达GTC大会开幕式；5月，宇树科技发布
售价9.9万元起的人形机器人G1并上架京东
平台；8 月，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G1 量产版
正式发布……今年，宇树科技频繁“出圈”，为
本就火热的人形机器人赛道再添一把柴。

从人形机器人的

“反对者”到“捍卫者”

没有想到的是，如今在人形机器人赛道
风头正盛的宇树科技曾经主攻四足机器人，
也曾旗帜鲜明地反对做人形机器人。在8月
20日宇树科技媒体沟通会上，宇树科技创始
人兼CEO王兴兴讲述了宇树科技布局人形
机器人的初衷。

王兴兴向《中国电子报》记者坦露，宇树
科技因研发出高性能四足机器人受到关注，
2020 年前后投资人问宇树科技是否会研发
制造人形机器人，王兴兴斩钉截铁地拒绝
了。“2010年左右，我曾经尝试研发仿生人形
机器人，受限于当时核心技术开发水平，人形
机器人的各方面性能都不太理想，因此我曾
经非常反对做人形机器人。”

谈到入局人形机器人的转折点，王兴兴
表示主要考虑到三个因素。一是特斯拉
CEO马斯克开始布局人形机器人，让人形机
器人的社会关注度不断上升。二是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的成熟，让他看到了AI赋能机器
人发展的潜力。三是客户对于宇树做人形机
器人的期待和购买欲望。“社会的共识、产品
的热度、客户对它的期待程度，我认为（火候）
已经足够了，因此我们在2023年正式开始布
局人形机器人。”王兴兴说道。

王兴兴认为，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势头
强劲的背景下，宇树科技借助在高性能四足
机器人技术的积累，在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速
度和效果上得到了良好的反馈，恰好乘上了
这个“风口”。

“雷总曾经表示‘创业的关键是顺势而
为’，宇树科技开始做人形机器人产品就是顺
势而为。”王兴兴表示。公开资料显示，雷军
创立的顺为资本在2021 年领投了宇树科技
千万美元级别的A轮融资。作为顺为资本参
投的企业，宇树科技也开始受到雷军创业理
念的影响。

正如王兴兴所言，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兴起，人形机器人成为近两年科技赛道的

“大势”——在资本市场，人形机器人概念成
为一级资本市场的宠儿，今年上半年融资总
额超70亿元；在创新成果方面，27款人形机器
人亮相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创历届大会
之最；在市场前景方面，国际投资银行高盛预
测，到203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540亿美元……

对此，王兴兴表示这一方面将积极推动
人才、资金和技术向人形机器人赛道汇聚，
加速产业进化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将带动
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
在谈到如何在竞争中保持优势时，王兴兴坦
言，如果不想落伍就必须随时跟紧技术的发
展浪潮、了解技术的发展方向，避免被超
越。“未来世界最大的变量就是AI，它也是

人形机器人发展最大的指引，人形机器人
企业要时刻跟踪 AI 动向，才能保持领
先。”王兴兴表示。

发展仍将面临

众多挑战

在 2024 年英伟达 GTC 大会上，人形
机器人成为重要亮点。一方面，9 个造型
各异的人形机器人与CEO黄仁勋共同现
身大会开幕式，十分吸睛，宇树科技通用
人形机器人 H1 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
面，英伟达推出了全球首款人形机器人通
用模型，黄仁勋坚定地认为 AI 的下一波
浪潮是机器人。在回答《中国电子报》记
者提问时，王兴兴表示，宇树科技与英伟
达保持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英伟达采购
了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宇树科技也使
用英伟达GPU加速的机器人仿真平台帮
助H1自主学习各种动作。

尽管包括英伟达在内的诸多科技公司
都在布局多模态AI大模型，但是王兴兴认
为：“目前人形机器人通用的大模型做得
还不够好，不够极致。”他坦言，人工智
能系统——也就是人形机器人“大脑”是
当前产业发展的卡点，这也导致部分人形
机器人企业发展路径变形，“现阶段，在
AI无法（指导人形机器人）完成特定任务
的时候，一些企业希望用自动化手段来提
高效率。我希望同行能够克制一下，不要
把自己做成一家自动化公司，不能去和自
动化公司‘卷’效率。”王兴兴表示，需
要给人形机器人通用模型一些时间和耐
心，当它跨越质变的临界点，人形机器人
的产品性能也将实现巨大飞跃，高效率不
是现阶段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目标，去做传
统机器人做不到的事才是人形机器人最大
的价值。

除了AI系统不够好用等共性问题，宇
树科技还需要解决商业化落地方向不明晰
的问题，并梳理自己的重点发力方向。

当前，宇树科技在人形机器人运动表
现方面可圈可点，但是在商业化落地方面，
宇树科技明显慢了半拍。其他人形机器人
企业，如人形机器人Figure 01已经进入宝
马工厂实训，优必选人形机器人Walker S
已经先后走进比亚迪、蔚来、东风柳汽、极
氪等汽车工厂“打工”，智元机器人的人形
机器人远征A1也在汽车工厂完成了底盘
装配和外观质检等任务。

对此，王兴兴回应，当前宇树科技的
人形机器人本体销售情况不错，并不急于
加快商业化落地的速度，希望能够自己掌
控落地的节奏。“我们希望人形机器人本
体的各方面功能更加完善后再考虑商业
化落地的问题。对于商业落地的方向规
划，我们不一定会all in工业，也可能会推
进在教育、科研等领域的商业化进程，我
们对人形机器人的落地方向持更加开放
的态度。”王兴兴说道。

此外，记者观察到，宇树科技售价9.9
万元起的人形机器人G1在京东平台的销
量为零。王兴兴表示，目前人形机器人的
客户主要为科研机构等，普通消费者对于
人形机器人这一产品或将长期处于观望阶
段，人形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家庭？这一
问题或许需要包括宇树科技在内的所有人
形机器人公司逐步解答。

本报讯 8 月 19 日，科大讯飞宣布星
火语音大模型更新，正式推出星火极速超
拟人交互技术，打造国内首个全新中文交
互模式，并将在8月底率先开放全民使用。
这意味着国内首个对标GPT-4o语音功能
的产品正式到来。

据悉，星火极速超拟人交互响应速度
更快，对话更加自然流畅，在响应和打断速

度、情绪感知情感共鸣、语音可控表达、人
设扮演等四个方面实现突破。采用先进的
深度学习技术，该系统不仅能听懂用户的
言语，更能深入理解语境和意图，并能够根
据上下文自动调整回复，提供更加个性化、
智能化的服务。

业内人士表示，本次科大讯飞智能语
音能力的革命性更新，多轮交互、语义理

解、指令跟随、逻辑推理、情感共鸣等技术
代表了智能语音交互领域的一大阶跃。星
火极速超拟人交互的技术突破，有望极大
促进智能语音技术进一步应用于智能手
机、智能汽车、智能家电以及智能家居等各
类消费级产品中，并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
加深，对多语种、多种语音模式（如方言、口
音）的支持需求将持续增加。 （科 文）

本报讯 记者赵晨报道：日前，以“商
业 AI·释放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 2024
SAP中国峰会在上海举行。SAP全球执行
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黄陈宏在会上表示：

“新质生产力倡导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高
质量发展。SAP希望发挥在数字化领域的
优势，利用商业AI等创新技术和全线云解
决方案，为中国企业注入增长新动能，开拓
全球化运营新模式，共筑可持续发展的新
未来。”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SAP将商业AI
全面融入云解决方案，生成式AI智能助手

“Joule”正在逐步扩展到整个产品组合。预
计将助力 3 亿名 SAP 用户管理 80%的常用
任务，提升20%的工作效率，确保更高的工
作 质 量 。 SAP 还 将 与 包 括 微 软 、AWS、
Google Cloud、NVIDIA等在内的多家企业
加深合作，推动生成式 AI 在企业级的应
用。此外，SAP 率先响应了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AI 伦理问题建议书》的 10 项指导原
则，在开发和使用 AI 技术时，确保尊重人
权、促进公平并推动可持续发展。

作为此次峰会的全新亮点，SAP 商业
AI体验馆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厅从技术创

新、场景应用、行业实践等角度，全方位展现
了商业AI的魅力，为参会者打造了生动的
沉浸式体验。在技术创新方面，近距离与生
成式 AI 智能助手 Joule 交互，感受商业 AI

“业务相关、结果可靠、标准负责”三大核心
特点。在场景应用方面，解锁五大业务场
景的AI应用，展现如何将商业AI嵌入核心
业务流程，实现财务及决策分析、供应链、
人力资源、客户体验以及可持续管理等方
面的智能化管理。在行业实践方面，通过

“冰淇淋的减碳之旅”等互动演示，体验如
何借助AI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管理。

科大讯飞推出星火极速超拟人交互技术


